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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荡湖长荡湖：“：“金金””蟹蟹““银银””滩滩““柚柚””山山““游游””水水

记者短评>>>

从“人放人养”到“人放天养”，从“生产型湖泊”到“生
态型湖泊”，长荡湖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自然禀赋转化
为发展红利，成为长三角地区一面“天然明镜”和“聚宝
盆”，为我区“四大板块”增姿添彩。“十四五”期间，我区将
继续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做到开发
保护并重，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加强长荡湖生态治理。
沿湖镇、街道和村、企业及党员、志愿者等将积极投身母亲
湖保护行列，共同营造“梦里水乡”。

长荡湖生态治理后，除
引来大批黄雀、白鹭，今年还
飞来 30 多只南迁暂栖的天
鹅，在儒林柚山村附近湖面翩
翩起舞。天鹅是国家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对生态环境要求
极高。柚山村村民发现，这批
天鹅11月23日凌晨再次在湖
面游弋戏嬉，在长荡湖“逗留”
10多天不舍离开。

上世纪 80 年代起，柚山
村办起水泥厂、石炭厂，78米
高柚山经几十年开采不见踪
影，留下 72 米深宕口。我区
每年以“保护母亲湖”为主题
进行增殖放流，让鱼蟹净化
水质。岸边的垂柳、湿地松、
蒲苇等 20 余种耐湿草木，湖
面种植的睡莲、风眼莲等水
生植物，对水体起到一定净
化作用。水八卦、栈桥、水
鸟、鱼虾，相映成趣。

近年来，柚山村围绕“一
山一湖、一宕一寺”等资源，
投入 2.3 亿元建设“诗意柚
山、梦里水乡”美丽乡村，分
宕口公园、水月佛国、水岸人
家 3 个片区，其中新建诗园

民宿、阡陌蟹塘、开心菜园、
山水田园诗社及村史馆等，
让游客充分感受柚山村的宜
居、宜游。诗园民宿占地 60
亩，样板房已经建成，将吸纳
民间资本吸引在外柚山村人
返乡创业。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
疫情给乡村旅游产品供给、
消费市场等带来影响。后疫
情时代，乡村休闲旅游如何
破题，柚山村党委书记蒋赤
卫表示，将一产、三产有机融
合，往旅游、餐饮和民宿经济
方向发展，加强创新服务机
制和管理模式，更好地发挥
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重
要作用。

区政协主席、长荡湖旅游
度假区党工委书记陈锁龙表
示，认真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思想，下好生态保护“先手
棋”，打好生态修复“组合拳”，
保持生态战略定力，高点定位
生态保护，强化生态修复，确
保长荡湖健康永续发展。

“柚”山“游”水 梦里水乡

本报记者 蒋建君 通讯员 王卉宁 陆燕

我区将生态文明理念贯
穿于治湖全过程，成立长荡湖
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加强湖泊
规划建设。“十三五”期间投入
近百亿元，关停化工企业 30 余
家，拆除网围近 5 万亩，废弃船
舶全部整治，渔民全部离水上
岸。渔民老张说，他以前在湖
上养蟹 100 多亩，网围拆除补
贴了 100 多万，在城里买了房，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他过上了
安稳的日子。

长荡湖建成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 15000 亩、保
种试验区 1000 亩。常年放流
青虾 1000 万尾、鲢鳙鱼 1000 万
尾、河蟹 1 亿只，每年输出水体

中氮 60 吨、磷 25 吨，消耗藻类
3.3 万吨，并通过生态浮床、人
工鱼巢，加快水生植被恢复，
居民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截污
管网，水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退 田 还 湖 面 积 10.44 平 方 公
里，新增湖泊保护面积 10.34
平方公里，新增岸线 4.5 公里。
长荡湖生物呈现多样性，其中
维管植物 406 种、浮游植物 180
种、鱼虾蟹等 69 种，形成了一
幅芦荡幽深、鱼虾成群、飞禽
捕食、水天一色的景象。

近 年 来 ，我 区 投 入 百 亿
元，实施退田还湖、生态清淤、
地形重塑、河道整治、湿地建
设等工程，成功创建长荡湖国
家湿地公园。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获批省
级试点，长荡湖物种从 440 种
恢复到 724 种。2018 年长荡湖
水厂建成投运，日供水量 20 万
吨。周边居民老杨说，现在喝
的是长荡湖的水，感觉甜滋滋
的。网围拆除后，老景当了保
洁员，每天 8 小时巡湖。看到
湖水越来越清，他说打心眼里
高兴。

“金”湖“银”滩 重焕生机

11 月 22 日，周日，苏州的
李先生带着朋友一行 10 人，来
到长荡湖，乘坐画舫船去湖上
餐厅用餐。每到稻黄蟹肥时，
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游客纷
至沓来，无不感叹长荡湖景色
之美、金蟹之肥。

“小雪”已过，天气渐冷。
长荡湖芦苇丛和湖面依然热闹
非凡，除了鱼贯而入的游客，还
有来凑热闹的各种鸟儿，伴随
着清脆的鸟鸣声，在湖面溅起
朵朵浪花。

长荡湖面积13万亩、江苏十
大淡水湖之一，郦道元《水经注》

称“五古湖”之一。上世纪80年
代，长荡湖率先开展网围养殖，一
度时期网围面积达 6.8万亩，占

整个湖面的53%。近年来，我区
坚持生态治湖理念，通过一系列
生态措施，“母亲湖”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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